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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点评：

“不管怎样，这是一趟慢车。火车带你

驶向既定的目的地， 一切看似确定无疑。

车头转向，火车开始沿弧线行驶，车速更

慢了。 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如果把行李扔

出去，跳下车呢？在这场旅途中，所有的事

都不会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发生。因为这不

是故事，只是生活。 ”

《亲爱的生活》收录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艾丽丝·门罗最后的  篇短篇小说。背

叛、逃离、欺骗、意外、衰老、死亡、时

间———年老赋予这些门罗式母题以独特

的视角，也赋予门罗全新的写作主题。在

这部途经人生各个阶段的作品集中，门罗

站在生命的末尾以回望之姿重解生活的

遗憾与亏欠、创痛与温情、失去与原谅。更

有 篇首度自我承认的自传故事，拼贴塑

造作家个性与一生的童年碎片，揭露藏匿

于门罗众多故事中的“隐秘胎记”。

推荐点评：

“我把这张画挂在我的家里。我写过

一段文字：漂亮不过我的妈妈，我跟我妈

妈不见面已经三十七年矣。她是美好的，

受苦的。她的所有，影响我的所有。我看

到林风眠先生的画。我想起你。没有人知

道我为什么执意要买她。就当买一缕风，

一声钟，一个梦不到的人的梦。一个一辈

子的孤单和一场黯然销魂吧。事实上，我

所有想掩盖的事实就是，我亲爱的妈妈，

在 1984 年，离开了我。 ”

本书是一本以读画为主题的随笔

集。旧画、旧人、旧事，颇具个人风格的文

字，是作者对其收藏近现代书画、诗文稿

的付出与心血的真爱。这份爱在作者收

藏的一幅幅书画、手稿中，是对母亲的思

念、对妻女的关爱，也是自身对世间百态

的经历与品评，更是对时代风物的体味

与琢磨。

新书推荐

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美育？

2025年1月22日~1月28日

 月   日，儿童美育倡导者格

桑携新书《妈妈是最好的艺术老师》

做客吉汇大厦，为合众读书会的读

者们带来主题为“今天，我们需要怎

样的美育？”的演讲。格桑从艺术是

生产力、艺术提升表演力、儿童心理

压力缓解与美育的重要性等多方面

阐述了艺术的重要性。

在《妈妈是最好的艺术老师》一

书中，格桑从女儿     一出生就

开始践行“在家美育”，从熏陶美感、

认识名作、体验艺术门类、尝试色彩

游戏等方便易行的点滴入手，总结

出了一套艺术启蒙心得。书中介绍

了适合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艺术启蒙

方法，分享了女儿不同阶段的创作

故事和作品，她呼吁家长呵护孩子

的生命力，多带孩子去大自然感受

生活。“我在书里详细介绍了如何在

家实施家庭美育，比如不报班、不请

老师，根据孩子年龄特点进行艺术

创作等内容。”

为什么要让孩子画画

格桑并不以当画家为目标去培

养孩子画画，也不赞同以升学加分、

获得证书为目的去画画。事实上，艺

术没有绝对标准，画画带不来太多

功利性的东西。

为什么要让孩子画画？因为画

画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本能，画

画和说话一样是孩子天然的表达方

式，没有不会画画、不喜欢画画的孩

子。懂得欣赏日落的人不会轻易被

生活打败，眼里有美的孩子随时都

会发现乐趣。而对于家长来说，陪孩

子画画的过程是最幸福、最美好的

亲子时光。

最好的美育不花钱

格桑强调，美育不需要投入很

多金钱。她经常带孩子去不用花钱

的街心花园、公共绿地、郊野公园

玩。“在这里更容易接触到形形色色

的人，听到各种各样的口音，看到自

然生长的花朵和绿植。”娱乐设施相

对单调，孩子们反而会调动智慧，在

有限的范围里想出最好玩的游戏。

从跳广场舞的阿姨到抢滑梯的

孩子，都有自己的“江湖”、自己的

“丛林法则”，这一切都充满着生命

的张力。孩子观察、体会到了在需要

买门票的地方体会不到的东西，直

接、爽利，这些也是在国际学校或迪

士尼里无从得到的，而这些正是映

入作品里的火热的生活。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

在格桑看来，艺术教育是教人

认识自我、发现生活中的乐趣，促进

心理健康。书中有一幅女儿     

岁时，为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画

的一幅画，画中的妈妈开心地笑眯

了眼，爸爸却被动地撅起了嘴。“画

画不只是画画，无论多小的孩子、多

粗糙的线条，她画出的画都是个人

对生活的理解和表达。所以想要丰

富的题材、生动的笔触、新颖的创

意，必须拥抱真实的生活，触摸广袤

的天地，去发现，去欣赏。学习艺术，

会听、会看、会欣赏比只会手工活儿

重要得多。” 记者 杨鹏侠

1955年 1月 3日，上海市药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诞生，

成为该领域全国最早成立的国营

省、市公司之一。上海地区的中药业

历史悠久，民国年间，童涵春、笛允

上、蔡同德、胡庆余“四大户”中药店

从扬名沪上到享誉全国， 后受战争

等因素影响几经波折。

解放后，上海成为全国重要的

中药材集散地和中成药主产地。 自

1958年起，公司旗下的中药制药一

厂、二厂、三厂相继建成，公司先后

参与研制新中国首个复方剂注射

液、第—张中药橡皮硬膏剂、第一

个中药颗粒剂，成为我国中药现代

化的里程碑。 改革开放为上海中药

行业的发展壮大送来了春风，公司

拥有上海市中药研究所和企业技

术检测中心两大国家级实验室，有

全国驰名商标 “雷氏”“神象”“天

宝”和上海市著名商标“沪光”“杏

关”等品牌。

成立 70周年之际，公司组织纪

念图书编写组， 以文字描绘了发展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与事 （该

书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以下摘录

其中“神象兴起健康潮”一章的部分

内容， 读者可一窥公司员工爱企敬

业的精神，感受到药材人 70年来永

葆企业长青的心路历程和付出的辛

勤汗水。

  世纪   年代初，公司参茸

业务部成立，从中药学校毕业即进

入市药材公司的夏霞云被委以重

任，担任经理。当时各区县纷纷自行

采购，从产地铺天盖地涌向申城的

生晒参，被贱卖到三四元一两，参茸

业务部销量下滑、   多吨人参积

压、    多万元资金被套，直接导

致亏损。同时，由于没有品牌，各区

县自行采购的人参与公司参茸业务

部的货源无法区分，潜在的质量风

险更是难以避免。在“寻求新路”的

探索中，“品牌意识”隐隐萌发。

    年初，在公司管理层的领

导下，参茸业务部领导班子集体讨

论，酝酿上市人参小包装商品，也着

手注册了“神象”商标。“神”寓意“精

气神”，“象”更是“长寿、脚踏实地”

的象征。一家商标设计事务所设计

了以“神象”汉语拼音首个字母  

和  艺术化组合而成的商标。设计

方案很快拍板定稿。    年  月

  日，“神象”商标正式使用。

“神象”商标及其小包装商品创

立，打破了市场历来以参茸原货上

柜的传统，开创这一领域品牌营销

先河。夏霞云说自己每次谈到“神

象”都无比自豪：我们将“神象”品

牌在所有消费品类上全面注册，具

有一定的超前意识。现在看来，正是

当初这种意识和决心，才确保了“神

象”品牌至今独一无二。

在生晒参上“栽了大跟斗、陷入

最困难时期”的参茸部，急需靠新品

种打翻身仗、打响“神象”品牌的第

一枪。参茸部瞄准了市场新宠“西洋

参”。夏霞云想到了公司“定向培养”

的上海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张聪，

你赶快去广东！现在参茸部‘窟窿’

这么大，你要在西洋参上打开一条

生路。”张聪在广东一待就是几个

月，西洋参的新兴进货商确定了，不

但能保证质量，而且从没吃进高价

货。经消费引导，上海市场西洋参的

销路打开了。“神象”西洋参的销售

从最初的三四吨，扩大到年销售量

超百吨。西洋参让“神象”品牌家喻

户晓。

“神象”品牌建设轰轰烈烈，营

销记录迭创新高。虹口体育场，足球

甲 赛场竖起“神象”标语牌。

    年冬，神象参茸分公司与

《消费报》社在全市   家药店联袂

推出“西洋参真伪鉴别义务咨询”活

动。公司领导、专家和业务员   多

人轮流上阵接待。两个月内，“神象”

西洋参创下     万元销售纪录。

而在夏季“神象”主题宣传活动中，

西洋参夏令销量竟达   吨，创造

上海市民“伏补”新纪录。

资料显示，在   世纪   年代

初期，“神象”在上海市场的占有率

高达    。夏霞云又向大家介绍起

“神象”创名牌的往事：“在这个过程

中，张聪承担了‘技术攻关’的重要

工作，登门拜访一个个老专家，获得

权威认证。  世纪   年代的名牌

评选还有社会投票的环节，选票就

刊登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新民晚

报》上。在我们‘神象’党政工团动员

下，‘神象’员工发动所有的亲戚、朋

友、邻居，甚至是亲戚的朋友、朋友

的邻居、邻居的亲戚为我们投票。”

经过历任领导班子的不懈努

力，拥有   大类、   多种规格的

“神象”商品美誉度与日俱增。在连

续多年被评为“上海市名牌产品”的

基础上，“神象”商标在创立二十多

年后的     年，被授予“中国驰名

商标”称号。

“神象”获得荣誉后，社会上的

杂牌也不断涌现，产品更是鱼龙混

杂。公司班子日思夜想，每个人都有

“身份证”，为了保障“神象”野山参

的质量，能不能给野山参建立“参份

证”？一次次的“头脑风暴”之后，“异

想天开”的火花终于变成了现实。在

拍照还需要胶卷、电脑尚未普及的

年代，建立数据库、追根溯源的超前

之举，开创了行业的先河，直到多年

以后才被珠宝等其他行业效仿。“参

份证”不但大幅提升了“神象”野山

人参的市场认可度，在相当长的时

间杜绝假冒，更使“神象”成为全国

唯一获国家药监局、上海市药检所

免检的野山人参品牌。

“神象”商标代代相传，夏霞云

为“神象”品牌获商务部批复、取得

“国家老字号”认定而欣喜。回想当

年与“神象”同时代的“鹰牌”“嘉美”

“金日”等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而“神

象”始终屹立不倒，她为几代“神象”

人的共同努力而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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